
“花季少年”的生死初感悟

“终于体会到父母当时的心情”

即将上初二， 暑假里安排了各种课程学

习， 13 岁的吴一闻还是去上海市儿童医院参

加了约一周的社会实践。 儿童医院的实践内

容很丰富， 比如跟着医生查房， 在服务台接

待咨询， 与病房中的小孩一同玩耍等等。 吴

一闻的职责是在为那些自助挂号付费的家长

提供帮助。 每天上午 8 点起， 她就守在自助

挂号付费机旁， 回答各种问题， 一站便是一

上午。

吴一闻的岗位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 如

何使用机器自助挂号、 儿童医院的分布是什

么样子、 每个窗口的功能是什么……这一系

列问题， 都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 社会实践

第一天， 刚刚走上岗位的她， 回答问题的速

度较慢， 可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却非常多，

一个接一个地冲上前咨询， “这个自助机器

怎么用？” “我挂不到号该怎么办？” ……看

着家长们脸上写满焦急

的情绪， 吴一闻的心在

一瞬间被触动了， 记忆

的闸门也一下子打开 。

她还记得， 自己在 6 岁

时生过一场大病， 一度

住进重症监护室。 尽管

当时情景已经记不清

了， 但爸妈焦灼的神情

铭记至今， “我终于体会

到爸爸妈妈当时的心情了。 ”

也正因此， 吴一闻更理解了家长们的这

份心急如焚。 每天晚上，她总会回想一下白天

接待咨询的情形，反思哪些地方值得改进，可

以进一步提高解答效率。 每当有家长因为挂

不上号等问题烦闷地抱怨时， 她自然而然成

为“树洞”，耐心倾听并加以安慰，以安抚他们

的情绪。

敞开心扉，汲取更多生命的力量

大有收获， 是这些中学生们在结束社会

实践后的体会。 有人说，自己学会了笑，因为

只有真诚的笑容才能够打动人； 有人在和比

自己更小的孩子沟通时，学会了蹲下身倾听；

而跟着去查房， 也让大家与医生有了零距离

接触，更对这个职业充满敬畏，“去查房，一走

就是一两个小时。 许多医生经常忙到来不及

吃饭，太不容易了。 ”而病患的乐观与坚持，也

给予了这些中学生更多力量， 从而更加自信

从容地面对生活。

尽管结束了社会实践， 李悦飏至今还记

得那些励志的故事。 一位小姑娘在看完病回

家的火车上再度发病， 赶回医院时状态已经

变得非常差了。 尽管再次住院，但这位小姑娘

每天还是开开心心的， 有时还拉着李悦飏一

起画画。 同样被感动的还有 16 岁的周清楠。

在医院里，她曾接触过一位经历骨髓穿刺的 8

岁小姑娘，孩子的母亲常偷偷掉眼泪，但小姑

娘的脸上却总是挂着“治愈的笑容”。 看到小

姑娘那充满阳光的笑脸， 周清楠的心情亦被

感染，“我不知道她现在病情如何， 但我相信

她的生命一定是鲜活亮丽的。 ”

在父母宠爱下长大的独生子女， 难免以

自我为中心。 但自从女儿参加了社会实践后，

父亲李冬慢慢察觉到了变化。 比如，女儿常常

会在家中分享自己在医院里的所见所闻；会

拉小提琴、吹长笛的她，还提出要带乐器去医

院， 在每天下午的病患活动中为大家演奏。

“她开始知道关心别人，也会思考能够为别人

做些什么事情，这就是进步。 ”李冬说。

在参加社会实践的日子里， 许多中学生

都会记下每天让自己感触颇深的小故事和自

己的所思所想。 一位中学生写下了这样一段

话：“每次看到病患身边的家人， 为自己的孩

子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我就打心底感受到生

命的可贵。 所以， 不要放弃生命， 不要遁入

黑暗， 不要凝视深渊。”

题图左： 身穿大褂， 一名中学生模拟医

生搜寻资料。

题图下： 中学生与患病的小朋友一起玩

游戏， 帮助后者放松心情

本版图片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主编/朱伟 whjjb@whb.cn 7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六 社会观察

三代人共同参与

儿童自治
撬动社区更新

生活在长宁区新泾镇天山怡
景苑小区的小朋友， 今年的暑假
生活很是丰富： 早晚在小区新近
打造的微景观科普基地 “壹米花
田 ” 里养护花草植物 ； 日头高
照， 便躲进自家楼道， 用乐高墙
实现各种创意， 在结交玩伴的同
时， 也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 双
休日， 社区里为大家安排了泼水
节、 夏日音乐会、 跳蚤市场等丰
富的活动， 小手拉大手， 带动着
三代人共同参与社区自治， 共创
美好生活。

即使是盛夏时节， 怡景苑小区的户外

儿童游乐区也十分热闹， 特别是 7 月以来

“壹米花田” 的入驻， 更给孩子增添了一

方亲近自然的小天地。

在这方 35 平方米、 绿意盎然的空间

里， 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杜鹃、 茉莉、 六月

雪、 木槿等 80 余盆植物， 其中也不乏小

叶榆树、 澳洲杉之类珍贵盆景。 看似是个

寻常的社区花园， “壹米花田” 又十分特

别 ： 它由小区 68 户家庭的小朋友众筹

8000 余元， 再加上社会组织 、 业委会赞

助共同打造而成的， 设计图也出自社区居

民之手。 小花园建成后， 居民们自发从家

里搬来了珍贵盆景和工艺品； 为给花花草

草遮风挡雨， 居委会在这里安装了一个尼

龙顶棚； 小区物业也主动作为， 免费装上

了景观灯带， 到了夜晚， 这里更成为小区

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捐了 200 元压岁钱！” “我和妹

妹一人捐了 100 元！” 参与众筹的孩子对

此很是自豪。 今年 7 岁的朱子涵进出小区

都爱去 “自己的” 花园看看， 在这里他认

识了不少植物， 还加入了护绿自治小队，

定期和居委干部 、 志愿者们一起观察学

习、 精心养护这些花花草草。

怡景苑小区居委会书记姚佩莉告诉记

者， 小区今年原本就有补种绿植的计划，

为了更好发挥孩子们的小主人翁意识， 培

养他们从小爱护环境、 参与社区自治的意

识 ， 居委会历时半年策划 ， 最终决定以

“儿童众筹” 的方式搭建 “壹米花田”。 而

居民们参与的热情也出乎居委干部的预

料， 围绕 “壹米花田” 设计策划、 观察科

普、 种植养护等等， 一场微更新凝聚起多

方社区资源和力量， 在线上线下搭起自治

共治平台。

探索以 “儿童自治” 为抓手的社区微

更新 ， 稍早之前 ， 怡景苑小区还有一项

“高颜值” 的成功尝试———在楼道里用乐

高积木搭建出四面不同主题的文化景观

墙， 生动展现新泾镇非遗西郊农民画、 志

愿服务、 科技创新、 和谐友爱邻里关系等

主题。 乐高墙下方预留了互动展示区， 鼓

励孩子们自带积木自由创作。

这个名为 “和谐门廊” 的自治项目，

用乐高墙这一新颖的形式黏住了小朋友，

在他们的带动之下， 楼里原先 “门对门的

陌生人” 渐渐变成了熟人。 业委会主任王

真慧觉得， 乐高墙这个大玩具让居民们的

心贴得更近了。 “以前孩子们都是在家各

玩各的 ， 如今楼道里的乐高墙成了孩子

玩耍 、 大人交谈的公共空间 ， 邻里关系

十分融洽 ， 大家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也

更热心了。”

“做社区工作， 只要居民熟悉了， 什

么都好商量。” 扎根基层 10 多年的姚佩莉

对此深有感触。

“怡景苑是典型的商品房小区， 对早

出晚归的双职工家庭居民而言 ， 社区自

治 、 志愿活动的意识并不强 。 但与此同

时， 这里近 1500 户住户中有 350 余名儿

童， 还有不少是二宝家庭。 孩子是每个家

庭的重心， 何不以孩子为抓手， 继而带动

父母 、 爷爷奶奶参与社区活动和居民自

治？” 于是， 姚佩莉率领平均年龄 36 岁、

同样为人父母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动起了

脑筋。

主打亲子牌， 这个暑假， 怡景苑居委

平均每周组织两到三场活动， 凝聚起了超

高人气———儿童跳蚤市场活动已连续举办

多年， 孩子们在这里既收获心仪的玩具，

也收获了宝贵的友谊； 一年一度的夏日音

乐会成为孩子们展示才艺的舞台； 小区公

众号 “怡景苑黑板报 ” 发布的儿童泼水

节 、 消防员体验等热门活动报名 ， 常常

“手慢无” ……

因为孩子， 社区工作中最难抓住的中

青年一代在此聚拢， 继而形成居民自治的

中坚力量。 朱子涵的父亲由衷地感慨道：

“现代社区人际关系很疏离， 但我们小区

却很有家的归属感。”

不论是社区转角的 “壹米花田”、 家

门口的乐高墙， 或是充盈着孩子们暑假生

活的一个个有趣活动， 都构成社区里的温

暖记忆， 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社区自

治的 “种子”。

今年夏天， 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群年轻大学生志愿者成立了一

支名为 “杏守童真” 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他们走进新华医院中医儿科

门诊部， 近距离接触那些饱受抽动障碍之苦的患儿与家庭。 通过这次难

忘的暑期社会实践， 这群医学院学生对 “医者仁心” 这四个字有了真切

的理解———站在病患角度， 体会他们的焦灼之心。

社会实践正成为广大学生人

生中的一块重要拼图。

今年 9 月 1 日起， 《上海市

初中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实施办法》

正式实施 。 根据 《办法 》 要求 ，

初中阶段学生需完成社会考察

136 课时、 公益劳动 80 课时、 职

业体验 32 课时、 安全实训 24 课

时。 与此同时， 在新中考自主招

生和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环节，

社会实践评价将作为一项提交材

料， 成为高中学校综合考察学生

的重要参考。

“纸上得来终觉浅”， 社会实

践， 是学生们学习生涯中弥足珍

贵的重要一课， 只有通过亲身实

践才能真切感受外面的真实世界，

收获最为宝贵的人生体验。 无论

是懵懂的小学生， 或是初出茅庐

的中学生， 还是即将踏上社会的

大学生， 都能够在社会实践中拓

宽视野、 历练才干、 增强责任感，

逐渐成长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材。

走过天真无邪的小学阶段， 步入中学的孩子开始懂事， 在知识的海

洋中遨游了许久， 孩子们也渴望感受外面的世界。 于是， 在这个刚刚过

去的暑假， 许多中学生走出家门完成社会实践。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实践

基地， 他们被家长们对孩子的牵挂焦灼所触动， 被病患的乐观心情所感

染， 也更懂得了生命的可贵。 这样的共情体验， 让这群中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悄悄改变，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周渊

“杏守童真”的这个夏天

那个挣扎的主人公
刺痛了我

“我第一次接触到抽动障碍， 是在两年

前的一次家庭聚餐中。” “杏守童真” 发起

人陈黎飞回忆道。 那个时候， 她对抽动障碍

完全没有概念 ， 只觉得亲戚的小孩有点奇

怪， 一直在不停扭动。 定格在陈黎飞记忆里

的， 是那个一直动个不停的少年与一旁一脸

无奈又急躁的叔叔。

上了大学后， 陈黎飞在课上的一部电影

《我是第一名 》 中第一次知道

了 “抽动障碍” 这个词语。 根

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深深

触动了她的心。 电影中的主人

公患有先天性妥瑞氏症， 这是

一种严重的痉挛疾病， 导致患

者无法控制地扭动脖子和发出

奇怪的声音。 这种不为人知的

疾病使得主人公一直无法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 忍受着周遭人

的不理解与嘲笑， 在痛苦的漩

涡里来回挣扎。

电影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与

亲戚家孩子扭动的画面交叠在

一起， 让陈黎飞萌生了一个想

法： 自己能否做些什么， 让更

多人了解这一疾病， 给予抽动

障碍患者多一些理解与帮助 。

就这样， 陈黎飞聚集起一群与

她有着同样想法的同学， “杏

守童真” 暑期实践团队由此诞

生。 此后， 即便是在压力繁重

的 “考试月 ”， 陈黎飞和同学

们也依旧坚持推进 “杏守童

真” 项目。 抛开功利心， 做一

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是

他们在大学生活里习得的重要

一课。

在治愈他们的时候
也治愈了我

最初， “杏守童真” 暑期实践团队的队

员们限于专业知识积累不够、 临床诊疗经验

过少， 为怎样更多地参与到抽动障碍的诊疗

辅助工作而绞尽脑汁。 得益于在新华医院中

医儿科门诊部的 “蹲点”， 团队碰到的许多

问题迎刃而解。

队员崔梦凡发现 ， 来医院求诊的不少

患者来自外地 ， 因为门诊时间有限 ， 他们

与医生的沟通交流无法做到十分全面充分。

于是 ， 他想是否可以制作一本 《抽动障碍

宣教手册》， 既方便患者及其家长系统认识

这一病症 ， 同时也可省去医生重复劳动的

时间。

自今年 4 月起， “杏守童真” 暑期实践

团队就开始着手准备相关资料。 七名队员在

位于杨浦区的新华医院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张

江校区间来回奔走。 通过长时间的门诊跟师

调研、 专家访谈、 翻阅古籍和现代文献， 他

们从对抽动障碍一无所知到最后终于撰写出

了受专家认可的 《抽动障碍宣教手册》， 并

通过门诊专科向病人及其家属发放。 为扩大

宣传效果， 他们还专门建立了抽动障碍公众

号 “杏守童真”， 定期推送抽动障碍科普知

识和视频。

就在队员们一头扎进抽动障碍的研究工

作同时， 医生这个职业也在他们心里逐渐丰

满起来。 抽动障碍症的误诊率极高， 普通人

常常将其与多动症或其他病症混淆起来。 而

作为一名医生， 若是此前对抽动障碍没有知

识储备， 也极容易误诊。 大家也因此深切认

识到 ，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 光成为

“专才” 还不够， 更要成为 “通才”。

曾经， 陈黎飞一心想成为一名法医。 在

她看来， 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误打误撞进

了中医药大学后， 她一度迷茫。 而在 “杏守

童真” 暑期实践团队项目实践过程中， 陈黎

飞找到了当医生的感觉———只有自己积累

了更多的医学知识 ， 才能去帮助更多患者

和家庭。

陈黎飞说， 在治愈他们的时候， 也治愈

了我。

这场夏令营之约
未完待续

就在 “杏守童真” 暑期实践团队渐渐走

上正轨， 找到方向的时候， 又一项新挑战来

了———与新华医院协办 “与爱童行 ” 夏令

营 ， 让更多患儿及其家庭正确认识这一疾

病， 并了解相关治疗方法。

第一次上台试讲时， 队员朱君美、 夏绮

联还有点磕磕巴巴 ， 会局促不安地盯着屏

幕 ， 更别提和台下观众互动 。 不过时间一

久， 她们开始平复紧张的心情， 不仅脱稿演

讲， 还会注意听众的反应， 进行适时互动。

渐渐， 那些曾经因为不理解这种疾病， 而时

常将自己的烦躁不安一股脑儿宣泄到孩子身

上的父母们悄悄改变了， 他们不仅记下厚厚

的笔记， 也体会到孩子的不易， 更学会了推

拿等方法来帮助他们。

一场夏令营结束后， 患儿及其家长的脸

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是新华医院第一

次专门针对抽动障碍患者举办夏令营， 但大

家都希望这个夏令营能年年办下去。

左图、 上图： 社会实践团队成员正在为

患儿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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